
试谈个体政治社会化的意义及过程

哀振国 朱永新

社会化的问题是二次大战以后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的
。

60 年代 以后
,

它 日渐 成 了 社 会

学
、

人类学
、

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共同关心的课题
。

它们共同关心的是人怎样成为一个

社会人
,

’

但不同的学科研究的重点有很大的差别
。

社会学家关心人怎样与团体发生关系
,

习

得知识技能和规范
,

取得社会生活的资格 , 人类学家更关心人是怎样接受他们的文化的
,

也
、

就是从历史和跨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的社会化历程 , 社会心理学家更关心个体是怎样根据团体

和社会的要求学习 和调节自己的行为
。

那么
,

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化间题与上述

学科有什么不 同呢 ? 它的侧重点又在哪里呢 ?
几

考
冲

,

一 政治社会化的实质和意义

(一 ) 什么是政洽杜会化

人怎样学习政治
,

比如怎样看待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

英国人
、

苏联人或希腊人? 人怎样

确定自己是 ~ 个民主主义者
、

保守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 ? 换句话说
,

他认为具有怎样的思想

观点
、

行为特征等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

保守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 ?为什么有人热衷于政治而

有些人却疏远政治全一个人是怎样认同本民族的成员
,

忠诚于自己的党派
,

表现出自己的政

治倾向性的丫这都是政治社会化的间题
。 。 从个体的角度说

,

政治社会化就是内化政治价值

观念、 学习政治态度
、

形成政治行为的样式的过程
。

简单地说
,

是个体学习政治的过程
。

政治社会化是一般社会化的核心
。

我们知道
,

在一切社会关系 中经济关系是其基本的关

系
,

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

当一个人与特定的政治关系发生了联系
,

形成了一定的政治

价值判断标准
,

他就会用这些观点
、

标准去指导其它观点和态度
,
如对家庭

、

生活
、

工作观

念和态度的支配
,

对人生观
、

伦理道德观
、

价值观等的制约
。

一个坚信社会主义信念的人
,

对自由与纪律
、

集体与个人
、

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事物所持的态度必然

有别于一个对社会主义怀疑的人
。

还因为 “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

在其现实性上
,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

总和 ” , ② 人不可能完全离群索居
,

而总是要和政治
、

要和不同的团体发生关系的
。

在诸种

社会关系
、

社会集团中
,

政治的关系
、

政治的集团对人的约束力 、 影响力是最大的
。

亚里斯

多德曾认为
,

事物的本性是一个发展过程
,

当这一事物发展到最高阶段时
,

才表现出它的本

性或自然
。

例如一棵树苗虽然具有成长为树的本性
,

但只有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 一 棵 大 树

时
,

才是十足意义上的树
。

人也是如此
。

他说
,

人类天生就有合群的本性
, “

人类在本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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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
” , ①而政治在古希腊就是城邦国家

,

所以说
“
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挥

生活的动物
” 。

② 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
。

一是说
,

自然赋于人类的目的就是过优良的生活
,

但是
,

单一的个人连 自足的生活也无法保障
,

当然就谈不上实现这一目的了
。

一般的社会团

体
,
如家庭

、

村坊
,

只能维持人的生活
,

只有当社会团体演化到城邦国家时 , 才能达到优良

的生活
。

另一层意思是说
,

人的本性决定了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独立生活
,

个人与国家的关

裹如同手足与身体的关系
,

如果全身毁伤
,

手足也无从发挥作用
。

这就是亚里斯多德强调的
“ 整体国家论

” 。

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提出的
“
群

”
与

“
分

”
的社会观

,

与这一思想也非常接近
。

·

荀子

认为
,

人类必须 声群
” ,

才能存在
,
人和草木禽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

“
人能群狡 彼不 能 群

也
” 。

⑧但仅有群而无
“
分

” ,

即没有等级的区别就要乱
。

、

那么
“
分

”
的依据是 什 么 呢 ?

用
“ 义 ” “

礼
”
约束人

,

用等级
、

尊卑来区分人
, “

君君
、

臣臣
、

父父
、

子 子
、

兄兄
、

弟

弟
,

一也 , 农农
、

士士
、

工工
、

商商
,

一也
” 。 ④ 这样

,

人既集成了群体
,

又各 自安 守 本

分
,

接受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

培养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治角色
。 l

这里
,

荀子和亚里斯多德对

人的政怡本性的看法
,

对人成为一个政治人的过程
,

其出发点是相同的
,

只是结 论 稍 有差

异
,

一个强调国家至上
,

一个强调名份至上
。

- -

从个体接受社会的政治要求这妇观点出发扒现代许多政治学家
,

如美国的威廉
·

密其贝

尔 ( W 11 11叨 ” it c h b el l) 就把政洽社会化概括为试图训练人们按照政治系统的要求
,

形成
一

符合社会要求和在那个社会适用的政治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
,

从而把政治社会化看成是接受
一

特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地位的过程
,

是使社会权力不平等分配合法化和自然化的手段
。

.

·

从英国政治家
、

思想家洛克把人看做是一块
“
白板

” ,

将无条件地接受环境的图绘
,

到

现代行为主义心理学把人的心理发展看成是接受外界的刺激而作出机械反应的过程
,

都是仅

强调了环境对人的作用方面
,

而忽视了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
。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
,

、

一定社会政治角色的形成不仅仅是个体接受社会的政治要求
,

形成符合特定社会的政治观点

和行为
。

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双方面的
,

个体在接受社会改造形成相应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行

为的同时
,

要经过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
,

整合社会各种政治观点和政治舆论
,

分析各种政治

关系
,

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态度并反作用于社会政治
。

这种既接受社会的政治改

造又改造社会政治的相互作用的政治角色的形成过程
,

才是政治社会化的实质
。

(二 ) 政洽社会化的意义

人们常将婴儿离开母体的第一声啼哭喻为一篇庄严的
“
独立宣言

” 。

它标志着婴儿脱离

了过去的寄生生活
,

开始成为社会的一个成员
。

但这时
,

他只是一个自然人
,

并不具有社会

人的任何本质特征
。

而个体如果不能够顺利地完成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

他就会产生与社会不

适应的现象
,

出现种种病态心理
。

因此
,

政治社会化是个体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和适应社会能

力的重要途径
。

政治社会化不仅对于个体来说是必须完成的
,

对于社会本身或者对于统治阶级本身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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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非常必要的
。

社会成员或政治团体成员的政治社会化水平直接影响着这个社会或政治团

体的稳定与巩固
,

甚至关系到它能否存在下去
。

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如果在它的成员中失去权

威性
。

人们就会产生政治不服从行为
,

从而使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

因而
, “
任何一个希

望 自己能够巩固和维持下去的社会都要努力使它的成员社会化
,

从而能心甘情辱地接受它的

价值标准
、

传统
、

规范
,

承担起它的责任和义务
。 ” ①

二 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

个体政治社会化的实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

是一个不断
“
内化

” 和 “
外化

”
的过程

,

即

一方面不断将外在的要求转化为 自己的心理内容 , 另方面又不断将这种心理内容表现为政治

态度和政治行为
。

使人的政治意识
、

政治价值观念不断她变化
、

丰富
,
不断地形成着一个政

治上独立的
“
自我

” 。

(一 ) 政洽杜会化的价向心理历程

、

根据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

机体有两种最基本的能力
:
组织和适应

,

也就是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
,

通过遗传和变异调节自身的机能
,

适应外界的变化
。

适应机能

的实现须以某种基本的结构存在为前提
,

而结构又以组织机能为前提
,

即机体的成熟过程可

以为建立自身的结构提供物质基础
。

适应具有两个机能侧面— 同化和顺化
:
同化是主体把

外界刺激整合于主体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认知结构
,

顺化指结构受到不易同化的刺激的影

响而发生变化
。

比如说
,

小孩最初只有接受两个字的词的能力
,

当出现了一个他没有听说过

的两字词时
,

他就会把这个新词 同化进他的原有语言结构中
,

丰富了原有的结构
。

当 出 现

了三个字的词而他的组织机能也提供了学习三个字词汇的可能时
,

原来的语言结构已经同化

不 了了
。

他需要改变原有的结构
,

建立一个容纳得下三字诃的新的语言结构
,

这 就是 顺化
。

皮亚杰的这一理论贡献具有哲学意义
,

我们可以把它推广到所有心理结构
,

包括情感结

构
、

个性结构中去
。

对一个政党
、

一个政治人物
、

一个政治运动的态度
、

评价
,

首先是根据

我们对其不完全的认识
。

要么丰富对其的认识
,

巩固原有的态度和判断
,

要么纠正或改变原

有的态度和判断
。

不管是由肯定到赞赏或是由怀疑到反对
,

还是由赞赏到怀疑或是由怀疑到

支持
,

都不是一墩而就的
,

总是有一个大体的看法后
,

不断整合各方面的信息
,

或者是用已

有结构同化新信息或是在新信息面前调整
、

改变原有结构
,

进行顺化
,

改变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

在西方国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 一个年轻的大学生 P

,

一天突然被一个 S L A的团 体

绑架
,

绑架组织向她的父母提出以几亿美元的赎金交换女儿
。

当她的父母答应交换条件
,

她

却公开宣布参加SL A组织
,

并痛骂 自己的父母
。

两星期后
,

她参加了乳 A组织的抢劫银 行的

行动
,

后终于被捉拿归案
。

在监狱中
,

她的父母
、

亲友
、

律师乃至精神病学家做了大量的说

服工作
,

终于使她又转变过来
。

心理学家们从上述事实中概括出了政治社会化的心理过程
,

这个过程大约经历 了这样三

个阶段
:

一是顺从阶段
。

即一个人在社会影响下
,

从表面上 (外显行为 ) 转变自己的政治观点与

态度
,

从而与别人保持政治观点和态度一致性
。

这时的所谓
“
态度

”
并没有真正改变

,

政治

① 黄育馥 : 《人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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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体系中的认知和情感成分都没有发生变化
,
只是在政治行为方面表现出服从或顺从

, 一

且外在的压力或诱因消失
,

政治顺从行为就会停止
。

以上述事例中的 P 为例
,
一 开 始 她在

乳 A组织软硬兼施的压力下
,

表现出屈服和一些顺从的行为
,

但内心并没有发生 多 大 的 变

化
,

并不相信他们所讲的和所做的一切
。

可见
,

这个阶段是浅层或表面的政治社会化
。

二是认同阶段
。

这时
,

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不再是被迫顺从了
,

而是主动
、

志

愿地接受他人的政治观点
、

政治信念
、

政治态度体系和政治行为
,

并使自己与其相接 近
。

P

曾说
: t’

并始
,

我不相信他们
,

也不喜欢他们
。

两周以后
,

我开始同情他们
,

开始懂得和理

解他们所要完成的事业的必要性
,

虽然我很难真正理解城市游击队的策略
。

我们一起生活
,

一起吃东西
,

后来我开始懂得美帝国主义是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敌人
,

于是我打开了眼界
,

并

且参加 了革命
。 ” 可见

,

这个阶段是中层的政治社会化
,

即能够理解和认同其他人的政治态

度与行为
。

三是内化阶段
。

这是一个人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稳定形成的阶段
,

在这一阶段
, 一个人

真正地从内
,

舀深处相信并接受了某种政治观点
,

并彻底地把他人的政治观点纳入自己的价值

体条之内
,

成为自己原有态度体系和政治行为方式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

心理学家认为
,

这位大学生 P只经历了顺从与认同两个阶段
,

还没有达到内化的境界
,

因为她在被政府逮 浦

之后不久就又恢复原有政治态度了
。

真正达到内化境界的人是具有坚强政治信念的人
,

不会

轻易地改变自己的初衷
。

一个人的政治社会化就是按照顺从
、

认同和内化这三个阶段逐步展开的
。

一个人一旦形

成了某种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
,

就成为他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

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持久

性
,

不会轻易改变
。

如若再要改变
,

那得在大量事实的证明下
,

再经历上述三个阶段
。

(二 ) 政治杜会化的纵向发舰阶段

所谓纵向发展阶段
,

即人生的各个时期的政治社会化
。

以往
,

政治社会化过程的研究仅

仅注意到儿童时期
。

我们注意到儿童时期形成的观念
、

态度
、

行为毕竟是不稳固的
,

它既猫

要以后的不断强化
,
也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发生变化

。

更重要的是
,

社会政治在不断变化
,

人的政治观点
、

态度也就不可能一成不变
。

.

孔子曾说
: “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

三十而立
, 四

十而不惑
,

五十而知天命
,

六十而耳顺
,

七十而随心所欲
,

不逾矩
。 ” ① 人到七十才有自己

称固的
、

不变的态度模式
,

可见人的政治社会化确实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

`

美国心理学家
、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埃里克森就认为
,

社会化的过程贯穿着人的

一生
,

人的发展经历了许多阶段
,

每个阶段都有一个特殊的矛盾或核心问题
,

即出现一个个

人与社会之间新的相互作用的方面
。

因此
,

埃里克森将此称为 t’, 口理社会发展 ,,
。

这个发展

过程有以下八个阶段
:

1
.

0 ~ 1岁
。

这是建立基本信任感和克服不信任感的阶段
。

在这个阶段
,

如果婴儿得

到充分的爱抚与照料
,

就会逐步形成安全感
,

对世界和周围的人产生信任感
。

反之
,

如果得

不到应有的关怀与照料
,

就会逐步形成不安全感
,

对世界和周围的人产生畏惧和怀疑感
。

这

个阶段对儿童影响最大的人是母亲或类似母亲的人
。

2
。

2 ~ 3岁
。

这是培养自主性和克服疑虑与羞怯感的阶段
。

在这个阶段
,

如果允许幼

Q 《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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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用自己已经形成的能力去干力所能及的事
,

如穿衣戴帽等
,

就会使他们觉得自己具有一定

的自控能力和影响环境的能力
,

逐步形成自主性、 反之
,

如果父母缺乏耐心
,

或者过于娜爱

不让孩子做任何可以做的事
,

或者过于粗暴一味责骂孩子的过错 (如洗碗时打破了碗》 ,
就

会使儿童产生羞怯和疑虑感
。

这个阶段对儿童影响较大的是父亲式的人物
。

.

3
。

4 ~ 5 岁
。

这是发展首创性和克服内疚感的阶段
。

、

在这个阶段
,

儿童的感知运动和

悟言
、

认知水平都得到了发展
,

一

)L 童会萌发出许多天真
、

幼稚的幻想
,
会干出许多荒诞

、

离

奇的举动
。

如果父母能耐心解答
,

热情鼓励
,

积极引导
,

`

就会使他们的首创性得到发展
。

反
之

,
如果父母讥笑压制

,

认为他们的游戏是愚盆的
,

提间是可笑的
,
活动是讨厌的

,

就会使

他们形成内疚感
。

家庭在这个时期的影响比校大
。

4
.

6~ n 岁
。

这是形成勤奋感与克服自卑感的阶段
。

在这个阶段
,

儿童一般已经上了小

学
,

他们的活动天地已超越了家庭
,

开始接受学校和其它社会机构的影响
。

儿童的能力也增

强了
,

他们爱提各种间题
,

爱做各种事情 , 如基得到成人的支持与鼓励
,

他们的勤奋感就会

进一步加强
。

反之
,

就会形成自卑感
。 , `

5
.

n ~ 1 8岁
。

这是建立 自我 同一性和克服角色棍乱的阶段
。

在这个阶段一般是中学时

期
,

青少年不仅在生理上日益成熟
,

心理能力也日益发展
,
他们能够超越时空

,

对自己的过

去
、

现在和未来加以系统的思考
,
把自我形象放到与他人

、

社会的背景下加以认真的分析
,

从而建立了自我同一性
,

又称心理社会同一感
。

由于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往往是一个没有耐心

的理想主义者
。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

他们难以寻求稳定的价值体系
,
难以选择日后为之奋

斗的事业
,

难以把自己的过去
、

现在和未来统一起来
,

现实我与理想我发生冲突
,
因而表现

出角色棍乱感
。

· 。 。

:

6
。

19 ~ 30 岁
。

这是人们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
,
克服孤独感的阶段

。

这个阶段是青年晚

期
、

成年早期
,
是人们进行恋爱和成家的时期

。

由于离开学校走向社会
,
、

这个阶段的成人社

会交往即不断拓宽
,

不仅要寻求配偶
,

也要与人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如果成功地建立起

这种关系
,

就会形成亲密感
,

否则就会产生孤独感
。

了
.

3。一 50 岁
。

左右这是人们显示创造力感和克服 自我专注的阶段
。

在这个阶段
,
中年人

已经开始摆脱自我
,

表现出
“
超我

” 。

他们对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开始关心
,

不仅关心和照料

子女
,
而且关心今后几代人的生活

,
努力为人类子孙后代的健康成长创造有利的环境

,
试图

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使世界变得更加完善美好
。
如果不能建立这种创造力感

,

就会陷入 良我

专注的境地
,

不茉心自己的事业和成就
,

只关心 自我的享受和安逸
,

只关心下一代对自己是

否琢重和孝敬
,

只向社会索取而不向社会奉献
,

.

成为与幼儿时期相仿的自我中心主义者
。

8 , 50 岁以后
。

这是实现自我完善
、获得自我完美感和克服悲观失望感的阶段

。

在这个阶

段
,

一个人的人生目标趋近实现
,

有时间来反省和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
,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

与第三代人共享天伦之乐
。

如果一个人回首往
;

事
,

觉得满意和欣慰
,

就会有一种 自我 完美

感
。

反之
,

如果看到过去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

一次又一次地走错了方向
,

现在夕阳西
,

下
,
风烛残年

,

来日无多
,

再无重新开始人生的可能
,

就会产生悲观失望感
,

这种绝望可以

导致对人生的厌弃
。

、 .

埃里克森认为
,

在人生的发展阶段中
,

.

每个阶段的矛盾解决得好坏都会影响到今后的各

个阶段
,

在以后的某一阶段重新出现
,

也可以在以后的阶段里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

这里
,

我们再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对人的纵向发展的主要阶段作粗略的考察
。

, 飞; 4 ,



首先是儿童阶段
。

研究表明儿童时期的政治
、

道德意识的发展有如下四个特点
.

第一
,

从对个别条文的肤浅认识逐步深入到从原则方面理解
。

儿童首先是从 家
`

庭
、

学

校中接受个别政治
、

道德条文
、

概念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才逐步对其含义加深理解
。

到了青

年期
,

随着人生观
、

世界观的形成
,

才真正成为自觉认识
,

并指导自己的行动
。

如果问什么

样的孩子是好孩子
,

低年级的儿童会回答
: “ 听老师的谬

,

中年级的儿童会回答二
“
不打

架
、

不骂人
”
等表示具体行动的词

,

能使用
“
诚实

” “

不怕困难
”

等富有抽象意义的词汇
。

高

年级学生的回答则明显带有政治性
,

如
“
热爱祖国

、

热爱人民
” 、 “

公而忘私 , 等
。

一

第二
,

从注重行为的结果到考虑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

年龄越小
,

·

对行为好坏的判断越是

只考虑行为的直接后果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他们越能把动机和结果结合起来

。

比如一个人杀

了另一个人
,

年龄小的儿童的判断都是杀人不对
,

年龄大了
,
他就会考虑杀人的原因从而分

析杀人的行为
。

第三
,

政治
、

道德的评价从他律向自律发展
。

儿童对善恶
、

好坏的判断主要是以父母
、

教师的判断为基准
,

他们最充足的理由就是
: “

老师说的三
” “

爸爸说的 ! ”
这种依救于外

部要求的判断称之为他律
。

年龄越大
,

就越能根据自己的思考
,
根据 自己的理解和信念进行

判断
,
这称之为自律

。

皮亚杰的研究表明
,
儿童的政治道德意识有一个内化过程

,
他们首先

依存于外在规则
、

成人权威
,
进而发展到自我控制

、

自我调节
,

逐渐过渡到受自己观念上的

法则支配
。

第四
,

从绝对地看问题向全面地分析问题发展
。

年龄越小
,
对一个人

、

一件事的评价就

越是绝对
,

好一切都好
,
坏一切都坏

,
态度也就是要么完全赞扁 票么完全反 对

,
年 龄越

大
,
就越能多方面看间题

,
能采取比较冷静和客观的态度

。

其抹是青年期考这是人的思维发展最快的时期
,
也是情绪波动起伏

、

情感内容大大丰富

的时期
.

这时期
,
逻辑思维成熟

,
更多地运用理论思维

.

思维出现独立批判性
,

不是轻信盲

从
,
凡事要经过自己的思考

。

他们信服有说服力的逻辑论证
,
而不愿接受空洞的说教

。

与此

相联系的是政治意识的增强
,
自觉地把生活中的事件和政治经济的背最联系起来

。

青年时期另一个特点是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在增强
,
这是青年运动一轰而起的重要原因之

一
。

据日本的调查
,

’

青年对社会
“

不满意
”
的人数远远超过

“
满意

”
的人数

.

在众多不满意

的原因中
,
近半数的青年都提出

“
想正直

,

行不通
”
这一条

。 ①

青年心理不满的原因除了政治上的以外 , 还与青年人刚刚独立
,

迈步社会走向人生
,
又

缺乏丰富的阅历和心理承受力有关
。

青年期是一个充满了心理冲突的时期
, 比如

.

成才心切

与刻苦努力思想准备不足的冲突 , 创造变革与接受继承的冲突 , 浪漫主义的理想与必须正视

现实的冲突 , 摆脱依靠
、

实行独立与尚缺独立能力的冲突毛 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脱 节 的冲

突 , 性成熟提前与人的社会化延长的冲突, 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的冲突 , 被人理解
、

摆脱孤

独与自我谈闭
、

保持个人秘密的冲突 , 情绪波动起伏与意志控制要求的冲突
,
等等

。

青年人的这种种不满
,
难以简单地冠 以好坏

,

它既可 以成为改造世界
、

推动社会进步的

摧枯拉朽的力量
,

也可以成为盲目的
、

破坏性的冲动
。

所以
,

怎样积极引导和依靠青年人的

这种力量
,

使其发挥对社会的正功能
,

是政治心理学值得研究的课题
。

再次是中年时期
,

这是人的成熟时期
,

也是政治社会化的又一重要时期
。

这个时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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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已较为稳定
,
资历已比较充实

,
.

经验已相当丰富
,

政治信念
、

政治态度也更明确和坚

定
,

权力动机也更为强烈并有更大的实施可能
。

正因为如此
,

他们也更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

摔负
,

施展自己的政治才熊
,

更有效地反作用于政治生活
,

改造政治环境
·

但由于这个时期

的中年人作为一个
“
政治人

” 已基本定型
,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角色
。

也由于 他 们 更加
“ 脚有城府

” ,

难以进行测量和调查
,

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庶几缺如
。

不过
,

随着社会政治生

活的日趋丰富和人们对政治社会化认识的深化
,

这一过程亦将逐渐受到重视
。

最后是老年时期 :
一 .

这是人的生命周期中帅最后一个时期
,

对于这个时期政治社会化的研

究也几乎是空白
。

其实
,

正如埃里克森所说
,

.

社合化是贯穿于整个生命活动的
,

老年期也不

,’J外 , 在老年期
,

不仅生理上
、

心理上产生了巨大变化
,

老年人的社会地位
,

政治角色也发

生了很大变动
。

尤其是现代社会
,

.

老年人在脾府部门剪政睁月体中一般退居二 线
,

充 任 顾

间
,

他们对于政治权力的运用
,

政治问题的见解
,

都不可能象以往一样具有效力
,

他们往往

感到无所事事
,

无所寄托
。

如何看待和顺应这些变化
,

是老年人政治社会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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